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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自然·体验”课程

实施途径的实践探索

■文 / 淮安市金湖县滨湖幼儿园    王利华    马金宁

“自然·体验”课程是我园尝试建构的园

本课程，是以幼儿自身主动发展为导向，遵循

其身心发展规律，符合其认知学习特点的，是

在结合周边优秀资源及发挥地域人文优势的基

础上，遵循“自然学习、亲身体验、自主参与、

真实感悟”理念，对原有课程不断摸索、选择、

改造、优化与衍生出来的适宜性课程。

一、善生活

幼儿生活是课程生成的源泉，充满了发展

的契机，我们要以长远的目光来看待这些看似

微小却能量极大的生活环节，探索其中的教育

意义与课程价值，我们的做法是：

1. 时间弹性

我们一直在进行一日活动时间的调整和完

善，从原本框架式的一日活动计划表逐步过渡

到模块式，教师可以根据幼儿活动的状态灵活

调配，从而给予幼儿更多的自主空间。

2. 作息科学

一日活动的组织合理而灵活，根据幼儿的

兴趣、现场情况的变化包括天气、环境的变化

灵活把握与调整，确保每一项活动安排都是适

宜的、规律的、科学的。

3. 活动自选

在适宜的活动空间和活动环节中，尽可能

为幼儿提供自主的机会，做到幼儿主体与教师

主体间的平衡。例如优化室内活动场地，动态

更新公共游戏区。通过对户外活动区不适宜的

绿化场地进行重新规划与改造，创设沙水区、

种养区、野战区、建构区、骑行区等大型户外

游戏区，促进了场地功能性的优化。幼儿自主

设计户外游戏场地分布图，通过交流、讨论，

制定游戏计划，以集体或者小组的形式自主选

择户外场地进行游戏。

4. 生活自理

通过教研活动，厘清生活环节的价值，开

展自主入园、自主签到、自主早点等活动。幼

儿自主如厕、洗手、倒牛奶、取饼干、送杯子，

自己关注时间节点，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5. 管理自主

开展不同年龄段以“四叶草小小值日生”

为主题的游戏活动。用调查表、问题引导等方

式让幼儿逐步了解值日生工作。活动过程中，

引导幼儿讨论分享，不断完善并丰富值日生的

工作内容和细节，同时将值日生活动延伸到各

区域中。比如：与餐厅进行联动，通过扮演服

务员练习擦桌子、扫地等生活技能；与阅读区

相融合，扮演图书管理员，整理、修补图书，

制作图书标识。值日生活动贯穿于一日生活的

各个环节中，幼儿不仅在游戏中了解了值日生

的职责分工，还在角色体验和实践操作中获得

了收获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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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乐体验

亲身体验调动了幼儿全部的感官去研究、

去探索、去发现、去尝试，有效地去同化身边

世界，构建新的认知经验。

1. 二礼

“二礼”是指幼儿在园的两个比较有纪念

意义的仪式：一个是小班新生刚进园时的“入

园礼”，帮助小班新生体验与“新世界”的温

暖邂逅，开启三年的美好时光；另一个是大班

毕业时的“成长礼”，以特别的方式，回顾幼

儿园三年的点点滴滴，感受成长的力量，铭记

当下，让梦想起航。

2. 三爱

爱的教育无处不在，我园的“三爱”涵盖

了爱祖国、爱家乡、爱幼儿园和身边的人。爱

心不是刻意地培养，而是自然而然地模仿，潜

移默化地渗透。教师和幼儿共读“爱”的故事，

在游戏中创设“爱”的情境，引导幼儿学会去

“爱”，通过“妇女节”“重阳节”等各个节

日，帮助幼儿实践“爱”、理解“爱”。幼儿

园创设的一些具体活动，给予了幼儿更多“爱”

的机会。例如：我园大班每周举行的升旗仪式，

激发了幼儿对国旗的尊重和热爱；大班主题活

动“厉害了，我的国”，通过引导幼儿了解中

国的航天事业，萌发爱国之情；中班主题活动

“我是家乡小导游”，使幼儿对家乡美景、美食、

风俗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喜爱；园本主题活动“我

是小小四叶草”，通过幼儿园四叶草文化的浸润，

让幼儿以幼儿园为荣，将点点爱心凝聚……

3. 四季

四季之趣，在于发现，在于感受。我园的

四季活动，犹如颗颗晶莹的露珠，有时落在马

路边的松果上，有时定格在幼儿园的柿子树上，

有时变成夏天的雨，有时化作冬天的小雪花，

绽放着奇异的光彩。四季之趣，更多的是班本

活动的呈现，围绕着幼儿园的“小好奇”“小

问题”“小兴趣”，例如“果”然有趣、“玉”

见成长、“薯”你最行、我们的“柿”界、“藕”

然爱上你、夏日雨趣等。四季课程源于生活，

追随幼儿，充分体现了幼儿自发参与、自主探索、

主动表达的过程。

4. 五月

“五月活动”包括“入园体验月”“体能

挑战月”“经典阅读月”“庆园丰收月”“绿

色环保月”，是立足幼儿实际，主题呈现鲜明，

具有一定时间维度，以促进幼儿全面发展为主

旨的五个特色主题活动。“五月活动”既面向

全体幼儿，又关注不同年龄段幼儿的发展差异，

更重要的是积极对园内资源、家庭资源、社区

资源等各类资源加以筛选、整合、优化，充分

发挥各自的作用，给予幼儿在活动中更深入的

体验。

5. 六节

幼儿生活中感兴趣的现象、事物、材料、

文化、民俗等都是课程资源。通过多样化的活

动，将各类资源转化为幼儿的已有经验。中国

传统节日与人民的生活紧密相连，前人创造，

后人传承，使传统文化有了延展性。我园的“六

节教育”便是传统节日文化的渗透，主要包括

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

春节这六个传统节日。这六个节日历史久远、

氛围各异，具有深厚的教育意义和文化内涵。

通过常态化开展传统节日活动，让中华美德、

人文精神潜移默化扎根在幼儿的心中。

同时，我园积极探索挖掘生活中的诸多教

育因素、教育资源，通过统筹筛选周边资源，

共同制作资源地图，设立实物资源库、资源箱，

整理形成多个“主题资源列表”，不断充实园

本课程资源，同时纳入全园课程管理体系，提

高课程资源的共享度和利用率，提高课程设计

的选择性和自由度。

对于课程实施途径的探索是一个长期工程，

目前，我们对课程建构中有关家园互动的实施

策略与做法还未充分挖掘，这些将成为我们继

续探索实践的内容。我们会迈开步伐，一直在

路上。

（责任编辑：张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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